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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百合种质资源异地保存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野生百合种质资源异地保存过程中资源收集、档案建立、保存方式、圃地实体保存、

离体保存、冷库低温保存等技术内容。其中圃地实体保存包括基质选择、定植准备、种球种植、田间管

理、病虫害防控等；离体保存包括外植体选择、外植体消毒、接种方式、植物生长调节剂种类与浓度、

再生小鳞茎膨大与生根培养条件、炼苗移栽；冷库低温保存包括设施性能指标、温度调控、湿度调控、

气体浓度调控、设备维护保养等。

本标准适用于野生百合种质资源异地保存过程中资源收集、档案建立、田间栽培管理、离体保存及

快速繁殖、冷库低温保存等，不包括超低温保存技术操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国家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管理规范》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2年4月11日印发）

《国家花卉种质资源库管理办法》 （中国花卉协会 2016年印发）

《百合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 （李锡香，明军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百合》（NY/T 2229-2010）

《百合种球繁育技术规程》（DB11/T 1046-2013）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 8321)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通则 (NY/T 496)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种质资源（Germplasm resources）

种质是指生物体亲代传递给子代的遗传物质。种质资源又称遗传资源，是携带遗传物质的载体，包

括各种植物的栽培品种、原生种的繁殖材料以及利用上述繁殖材料人工创造的各种遗传材料。具体包括

种子、鳞茎、根、茎、叶、花、芽、花粉、试管苗、胚、基因片段、其他组织和器官等。

3.2 野生百合（Wild lily）

在野生自然环境下生长非人工栽培的百合。

3.3 原生种（Initial species）

是指在野生环境下没有经过人为干预自然发展起来的百合种类，相对园艺栽培和外来种两个概念而

言，指某地区原产，亦未经人为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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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原生地（Native habitat）

野生百合种质资源在野外自然环境条件的原始生存地点。

3.5异地保存（Ex situ conservation）

将野生百合种质资源带离原生地，人为在异地创造适宜其生长的条件或应用现代技术手段，实现种

质资源的保存。区别于原地保存，也称非原生境保存、迁地保存、移地保存。

3.6 圃地活体保存（Living conservation in nursery）

在专用圃地，利用露地或塑料大棚、日光温室、连栋温室等设施及附属配套设施设备，将百合栽种

在土壤或基质中，随着温度等环境条件变化和季节更替呈现不同生命世代和生长状态，以植株活体状态

进行百合种质资源保存的方式。

3.7 组培离体保存（Conservation in vitro）

在组培室内，以百合植株上剥离的鳞片、花器官、茎尖等组织或器官为外植体繁殖材料，通过灭菌

操作，在无菌条件下接种在含有营养物质及植物激素的培养基上再生小鳞茎，经继代培养、生根培养获

得健壮百合鳞茎，以无菌培养的形式进行百合种质资源保存的方式。

3.8 冷库低温保存（Conservation in cold storage）

在专用低温冷藏库内，以百合鳞茎、种子等繁殖材料为主要保存对象，通过人为提供科学合理的温

度、湿度、气体成分等条件，实现百合种质资源安全存储的保存方式。

4 资源建档与档案管理

4.1 资源收集与建档

将分布于各地的野生百合种质资源收集到种质资源圃。百合植株、鳞茎、叶片、花器官、茎、果实

和种子等均可作为收集对象。在原生地采集时应详细记录原生境的地理位置、海拔高度、坡向坡度、土

壤类型、光照、温度、伴生植物等信息，留存照片，采集植株的数量不能超过原居群植株数量的 30%。

新收集的种质资源要在第一时间建立原始档案，根据原始信息统一编号，记录原生种名称（中文名

和拉丁学名）、引进时间、引进地点、原生地、引进人、鳞茎（或其它器官）规格、数量、生理年龄与

状态等信息，留存照片。无法确认种类的，通过 DNA barcoding等核酸标记或待资源培养至开花后再鉴

定补充相关信息。详见附表 1：《新收集资源原始信息调查表》。

4.2 制定保存方案

综合考虑资源种类、生物学特性、原始生境条件、资源类型（植株、鳞茎、花器官、种子、叶片、

茎等）、生理状态（休眠、生长）、科研和利用价值、濒危程度、保存难易程度等因素，制定保存方案。

分别选择圃地活体保存、组培离体保存、冷库低温保存，或同时选择两种或三种保存方式，分配以不同

的设施条件，制定后续管理方案。

4.3 性状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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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植物学性状、生态学性状、栽培性状等调查，根据科研和生产需要进行相关评价。填写附表 2：

《种质资源性状调查表》。

4.4 档案管理

所有入库资源档案由专人负责。档案分为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全面记录种质资源原始信息、保存

方式、保存地点、保存状态、性状调查、评价、利用、出入库、相关信息变更等。电子档案保存在专门

的存储介质中，留有备份。纸质档案保存于专用档案室，留有备份，确保长时间安全保存。

溯源管理：建立种质资源溯源体系，详细记录种质资源保存过程中人为管理措施和设施环境条件，

填写附表 3：《种质资源田间管理记录表》。受人为因素和自然条件等影响，种质资源保存形式、状态、

数量、位置等发生变化时应及时记录和更新关键信息，填写附表 4：《种质资源信息变更表》。

5 圃地活体保存

5.1 保存材料

百合植株活体、鳞茎、鳞片等。

5.2 保存设施

高标准连栋温室、日光温室、塑料冷棚、防虫网室等，根据不同种质资源保存需求具备保温、降温、

遮光、补光、防雨、防虫、水肥管理等功能和配套设备。

5.3 定植准备

基质选择：通用基质选用草炭+蛭石+珍珠岩，三者体积比为 6:2:1，混拌均匀。特殊种质根据需要

单独配制基质。

基质准备：基质中加入 50 %咪鲜胺锰盐 500 g·m-3+ 6 %毒辛颗粒 100 g·m-3+ 10 %噻唑膦 50 g·m-3拌

匀消毒，再拌入氮磷钾比例 15-15-15的复合肥 100 g·m-3，基质含水量保持在 50 %~60 %，以手能攒成

团但无水滴落为准。

定植箱准备：定植箱长宽高尺寸为 60 cm × 40 cm × 30 cm，材质为塑料，底部留排水孔，箱内放一

层无纺布内衬。定植箱放置于育苗台床上，离地 20 cm~40 cm。

5.5 种球定植

定植箱内装入 20 cm厚度基质，将鳞茎直立向上均匀摆放在基质上，根据鳞茎大小，每箱定植 1

粒~30粒，每箱仅定植一份种质，不能混栽，上面覆盖基质 10 cm，用木板将表面压平，种植箱置于育

苗台床上，浇透水。

5.6 温度管理

不同种质对气温要求不同，根据每一份种质原始生境条件制定相应的气温管理方案。生长期通用气

温管理方案为白天 18 ℃~25 ℃，夜间 12 ℃~18 ℃，对温度有特殊要求的资源应特殊管理。

5.7 水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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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球定植后浇一次透水，2 d后再浇一次透水，之后视天气和基质情况适量浇水，基质含水量宜保

持在 50 %~70 %，夏季高温季节浇水宜在早晚进行。

5.8 光照管理

根据不同种质特性、不同生长阶段、不同季节确定光照管理方案，生长期通用管理方案：白天光照

强度 10000 lux~30000 lux。特殊种质、特殊生长阶段需给予特殊光照管理。

5.9 施肥管理

百合植株展叶后，每亩追施 N:P:K=20:10:20水溶性复合肥 6 kg，每 20 d~30 d施肥 1次，整个生长

期施肥 4次~5次。适时补充钙肥、铁肥，每亩施硝酸钙 4 kg，螯合铁 1 kg，共施 2次~3次。生长期每

15 d叶面喷施一次磷酸二氢钾 300倍液。

5.10 病虫害防控

防控方针：预防为主，综合防治。

5.10.1 病害防控

选用根系健壮、基盘完整、鳞片饱满、无病虫、无腐烂的健康种球，定植前用 50 %咪鲜胺锰盐 1000

倍 + 1 %申嗪霉素 1000倍浸泡 30 min，将表面水分晾干。加强通风透光，避免栽植过密。灌溉采用微

喷或滴灌，降低空气湿度。适当增施磷钾肥，增强抗病力。

发现病株及时拔除、清理，受感染的基质要及时彻底消毒。

药剂防治：灰霉病发病初期交替叶面喷施卉友、百菌清、嘧霉胺等药剂。疫病发病初期喷施 58 %

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或 72 %杜邦克露可湿性粉剂 800倍液；基腐病用 50 %咪鲜胺锰盐 1000

倍液灌根，喷洒 36 %甲基硫菌灵悬浮剂 500倍液、75 %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等；感染青霉病的

种球定植前用 50 %克菌丹 1000倍液、75 %百菌清 500倍液等杀菌剂水溶液浸泡处理；病毒病要防止接

触传染，生长期及时喷洒 70 %吡虫啉 1000倍液或 50 %抗蚜威超微可湿性粉剂 2000倍液，控制传毒蚜

虫；百合根线虫：选用 98 %棉隆（英文名：dazomet；中文名：四氢化-3,5-二甲基-2H-1,3,5-噻二嗪-2-

硫酮）进行熏蒸处理（具体操作参照厂家说明书），种植前剔除感病鳞茎或进行药剂浸泡处理。发现病

株尽量铲除或剪去病根。

5.10.2 虫害防控

常见虫害：蚜虫、鳞翅目幼虫、刺足根螨、韭菜根蛆、蛴螬等。蚜虫：70 %吡虫啉 1000倍液喷雾

防治；鳞翅目幼虫：2.5 %高效氯氟氰菊酯 1000倍、苏云金杆菌 1000倍喷雾防治；刺足根螨、韭菜根

蛆、蛴螬等地下害虫：种植基质用 98 %棉隆（英文名：dazomet；中文名：四氢化-3,5-二甲基-2H-1,3,5-

噻二嗪-2-硫酮）消毒或者蒸汽消毒，具体操作方法参照厂家说明书；百合鳞茎在种植前用 50 %咪鲜胺

锰盐 1000倍 + 1 %申嗪霉素 1000倍 + 0.3 %印楝素 500倍 + 39 ℃~40 ℃温水浸泡 120 min。

5.11 圃地管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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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记录资源编号、规格、数量、位置等信息，填写《种质资源田间管理记录表》（附表 3），按

照书写规范用铅笔或油性笔在标牌上标记资源编号、规格、数量、定植日期，将标牌放在定植箱固定位

置。详细记录每一项操作，填写《种质资源圃地日常管理记录表》（附表 5），负责人定期收回表格存

档，形成纸质档案，相关信息录入电脑，形成电子档案。

6 组培离体保存

适宜保存材料：鳞片、花器官、茎、叶、幼胚等外植体形成的试管鳞茎。

6.1 外植体选择

选取健康、无机械损伤和病虫害的鳞茎中外层鳞片为外植体；植株生长期选取幼嫩的茎段或叶片为

外植体；花期采取植株未开放的花蕾，以花丝、花柱、子房等花器官为外植体；果期选取发育良好、饱

满的蒴果，以里面未成熟幼胚为外植体。

6.2 培养基准备

以MS固体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pH值 5.8，121 ℃高压灭菌 20 min。

6.3 外植体消毒

6.3.1 鳞片消毒

洗净鳞片表面泥土等污物，洗衣粉水浸泡 20 min ~30 min，流水冲洗至少 30 min，将鳞片放入无菌

培养瓶中盖严盖子，放置到超净工作台上。取无菌烧杯，用酒精灯烧烤杯口和瓶身消毒，将鳞片倒入烧

杯中，加入 75 %酒精，没过鳞片，匀速晃动消毒 30 s~45 s（时间根据鳞片大小确定）。倒掉酒精，加

入 2 %次氯酸钠，没过鳞片，匀速晃动消毒 15 min~20 min（时间根据鳞片大小确定），倒掉次氯酸钠

溶液，加入无菌水，没过鳞片，匀速晃动清洗 3 min，倒掉废液，反复清洗 3次~6次。

6.3.2 花器官消毒

将未开放的花蕾用洗衣粉水浸泡 30 min，在流水下冲洗 30 min，将花蕾放入无菌培养瓶中盖严盖

子，放置到超净工作台上。取无菌烧杯，用酒精灯对杯口和瓶身烧烤消毒，将花蕾倒入无菌烧杯中，倒

入 75 %酒精消毒 30 s，用镊子夹取花蕾在酒精灯外焰上翻烤 45 s~60 s，放在接种盘上待接种。

6.3.3 果实消毒

适时采取未枯黄开裂的蒴果，消毒方法与花器官相同。

6.4 接种

接种前将镊子、接种刀在酒精灯上烧烤消毒，晾凉备用。将外植体置于接种盘上，消毒部位周边组

织切去 0.2 cm，鳞片切成 1.0 cm×1.0cm的小块，子房横切成 0.5 cm厚的小段，花柱和花丝不需切段。

打开培养瓶前先用酒精灯烧烤瓶盖 3 s~5 s，打开瓶盖，烧烤瓶口 3 s ~5 s，然后将外植体用消毒过的镊

子夹取放入培养基上，外植体与培养基充分接触，鳞片凹面向上放置，每瓶放 2个~3个外植体。

6.5 培养条件

培养温度（25±1）℃，24 h全黑暗避光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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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小鳞茎诱导培养

以M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不同种类和浓度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直接诱导小鳞茎。根据百合

不同种（变种），培养基内添加的 NAA、BA、2,4-D、KT等植物生长调节剂种类和浓度有所不同。

6.7 小鳞茎继代培养

诱导培养的小鳞茎长至直径约 0.3 cm~0.5 cm时，转接到继代培养基中培养。小鳞茎继代培养基以

M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添加 90 g·L-1蔗糖，每瓶中接入 6个小鳞茎，其他培养条件不变。以 60 d~90

d为一个培养周期，继代培养 2次~3次，小鳞茎直径达到 1 cm可进入生根培养。

6.8 小鳞茎生根培养

生根培养基以 1/2M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根据百合不同种（变种），添加 IBA、NAA等植物生

长调节剂的种类和浓度有所不同。直径达到 1 cm的小鳞茎切去老根，转接到生根培养基中，每瓶中接

入 6个小鳞茎，其他培养条件不变，转接 20天后新根长到 1.5 cm~2.0 cm即可进行炼苗处理。

6.9 炼苗移栽

将直径 1 cm的小鳞茎瓶苗由培养室转移到 15℃条件下 1周，再转移到 2℃~5℃低温条件下 2个

~3个月打破休眠，定植前 7 d将瓶盖打开，在 15℃条件下炼苗。

将小鳞茎从瓶中取出，洗净根部附着的琼脂，在 50 %咪鲜铵锰盐 1000倍液 + 1 %申嗪霉素 1000

倍液中浸泡 30 min，栽植于草炭+蛭石+珍珠岩（体积比为 6:2:1）的混合基质中，定植箱内先装入基质

15 cm，然后将小鳞茎均匀摆放在基质上，每箱 100粒，上面覆盖基质 5 cm~8 cm，用木板将表面压平，

种植箱置于连栋温室或日光温室内的育苗床上，浇透水。

6.10 数据记录

从外植体接种到小鳞茎移栽再到田间定植，每一步操作都需详细记录相关信息，形成《百合种质资

源组培小鳞茎培养记录表》（附表 6），建立组培小鳞茎溯源管理体系，负责人定期收回表格存档，信

息录入电脑，形成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

7 冷库低温保存

7.1 保存材料

适宜保存材料为百合鳞茎和种子。

7.2 设施性能指标

库内温度调控范围-5 ℃~5 ℃，误差±0.5 ℃，各处温度偏差≤0.5 ℃，CO2浓度调控范围≤900

ppm，空气相对湿度调控范围 0 %~100 %。

7.3 预处理与入库

百合鳞茎或种子清洗干净后用 50 %咪鲜胺锰盐 1000倍+ 1 %申嗪霉素 1000倍 + 0.3 %印楝素 500

倍 + 39 ℃~40 ℃温水消毒 120 min，表面水分晾干。

百合鳞茎：按不同（品）种、不同规格分类装箱，包装箱长宽高尺寸为 60 cm×40 cm×20 cm，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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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一层带孔塑料袋内衬，基质用 50 %咪鲜胺锰盐 500 g/m3 + 1 %申嗪霉素 200 g/m3 + 6 %毒辛颗粒 100

g/m3消毒的草炭，基质湿度 40 %~50 %。箱底先铺一层 2 cm~3 cm厚的草炭，然后一层种球一层草炭，

装满后箱顶再铺一层 2 cm~3 cm厚的草炭，用塑料膜包严，挂好标牌放入冷库。

种子湿藏：将种子用 50 %咪鲜胺锰盐 1000倍 + 1 %申嗪霉素 1000倍消毒液浸泡 30 min，晾干，

与上述消毒草炭混拌均匀，装入带孔的网袋，内附记录资源信息的标签，外部做好标记，其它操作与鳞

茎处理相同。

种子干藏：将种子用 50 %咪鲜胺锰盐 1000倍 + 1 %申嗪霉素 1000倍消毒液浸泡 30min，晾干，装

入带孔的网袋或特制种子贮藏袋，内附记录资源信息的标签，外部做好标记，放到固定位置。

7.4 环境控制

鳞茎打破休眠温度控制在 2 ℃±0.5 ℃，已经打破休眠的鳞茎需要在-1.5 ℃±0.5 ℃条件下保存。

库内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 40 %~80 %。根据不同材料、不同生理阶段做出调整。库内 CO2浓度调控范

围≤900 ppm。

7.5 设备维护保养

定期对冷库制冷系统、加湿系统、加温系统、新风系统、消毒系统、照明系统、自动控制系统、电

力系统进行检修与维护保养，确保各系统正常工作，保障库内种质资源安全。

8 种质资源交流

仅限于科研目的交流，种质资源需求方要填写《种质资源引进申请表》（附表 7），获种质资源保

存主管部门和负责人批准后，由资源保存部门根据资源交流流程完成输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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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新收集资源原始信息调查表

基本信息

统一编号 种质圃代码 024

花图片

种质名称 种质外文名

学名

保存单位

及代码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001 保存方式 1:圃地 2:组培

种质类型 1:野生资源 2:地方品种 3:选育品种 4:品系 5:遗传材料 6:其他

系谱 原产地

科名 Liliaceae(百合科) 属名 Lilium (百合属)

原始信息

采集/引种单位 采集/引种时间

采集/引种器官 1:鳞茎 2:整株 3:种子 4:花器官 采集/引种人

规格及数量 生理年龄/状态

来源地 经度

纬度 海拔高度 m

接收人 初次保存方式
1:圃地 2:组培 3:鳞片包埋

4:冷库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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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种质资源性状调查表

调查时间及地点 调查人

3-1 花

花序类型 1:总状花序 2:圆锥花序 3:伞状花序 花香 1:无 2:弱 3:中 4:强

花型 1:碗型 2:喇叭型 3:下垂反卷型 4:星型 5:倒杯型 花着生方式 1:单生 2:簇生

花着生状态 1:下垂 2:平伸 3:直立 托叶 1:无 2:有

花梗长度 cm 花梗角度 1:0-30° 2:31-60° 3:61-90°

花梗茸毛 1:无 2:有 花梗颜色/RHS代码

花蕾数 （平均/最多） 个 花蕾形状 1:椭圆形 2:卵状椭圆形 3:长椭圆形 4:矩圆形

花蕾长度 cm 花蕾直径 cm

花朵直径 cm 花蕾蜜 1:有 2:无

花被片数 个 花类型 1:单瓣≤6 2:半重瓣 7-12 3:重瓣≥12

花被片状态 1:平展 2:翻卷 花被片端部形状 1:尖 2:钝尖 3:圆 4:凹缺

花被片茸毛 1:无 2:有 花被片棱 1:无 2:有

外花被片长度 cm 外花被片宽度 cm

内花被片长度 cm 内花被片宽度 cm

花色类型 1:单色 2:复色 外花被片花色数量

主色 部位 占比 %

次色 1 部位 占比 %

次色 2 部位 占比 %

外被片背部色数量(66)

主色 部位
占

占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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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色 1 部位 占比 %

次色 2 部位 占比 %

内花被片花色数量

主色 部位 占比 %

次色 1 部位 占比 %

次色 2 部位 占比 %

内被片乳突或斑点数 1:无 2:少 3:中 4:多 部位 颜色

内被片乳突或斑点大小 1:无 2:条 3:点 内花被片缘波状程度 1:无 2:弱 3:中 4:强 5:极强

内花被片缘波状类型 1:细波 2:细波和粗波 3:粗波

内花被片反卷程度 1:极弱 2:极弱到弱 3:弱 4:弱到中 5:中 6:中到强 7:强 8:强到极强

雌蕊有无 1:无 2: 有 柱头颜色/RHS代码

柱头对花药位置 1:低 2:等高 3:高 花柱长度 cm

花柱颜色/RHS代码 子房颜色/RHS代码

雄蕊数目 个

雄蕊瓣化 1:无 2:有 花药数目 个

花药颜色/RHS代码 花药长度 cm

花粉 1:无 2:少 3:中 4:多 花粉萌发能力 1:无 2:弱 3:中 4:强

花粉颜色/RHS代码 花丝颜色/RHS代码

花丝长度 cm 蜜腺沟状态 1:开放 2:半开放 3:关闭

蜜腺沟颜色/RHS代码 花蜜 1:无 2:有
3-2 主茎

株高 （室外/温室） cm 茎粗 cm

硬度 1:软 2:中 3:硬 花青苷显色 1:无或极弱 2:中 3:强

花青苷显色分布 1:均匀 2:条状 3:斑点 4:斑点和条状 茎茸毛 1:无 2:有

茎棱 1:无 2:有 珠芽 1:无 2:有

珠芽颜色/RHS 代码 茎生小鳞茎数 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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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生根 1:无 2:少 3:中 4:多
3-3 叶片

茎叶片数 片 叶着生方式 1:互生 2:对生 3:轮生

叶着生方向 1:下垂 2:平展 3:半直立 4:直立 叶柄 1:有 2:无

叶形 1:卵形 2:披针形 3:椭圆形 4:长椭圆形 5:线形 叶长 cm

叶宽 cm 叶色/RHS代码

叶面光泽 1:无 2:有 叶缘波状程度 1:无 2:弱 3:中 4:强

叶茸毛 1:无 2:有
3-4 鳞茎

鳞茎形状 1:同心鳞茎 2:真匍匐鳞茎 3:根状茎鳞茎 4:匍匐状地下茎鳞茎 5:斜形根状茎鳞茎

鳞片形状 1:近圆形 2:阔卵形 3:披针形 鳞片颜色/RHS 代码

鳞茎横径 cm 鳞茎纵径 cm

鳞片长 cm 鳞片宽 cm

鳞片节 1:无 2:有 基盘根数 1:少 2:中 3:多
3-5 果实与种子

蒴果形状 1:椭圆 2:长椭圆 心室数 个

蒴果直径 cm 蒴果长度 cm

有胚种子数 1:无 2:少 3:中 4:多 单果种子数 粒

种子千粒重 g

4 生物学特性

繁殖方式 1:鳞茎繁殖 2:鳞片扦插 3:珠芽繁殖 4:种子

播种期 种子萌发方式 1:子叶出土 2:子叶留土

定植期 萌芽期

现蕾期 始花期

盛花期 末花期

子房膨大期 种子收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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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茎收获期

5 抗逆性

耐寒性 3:强 5:中 7:弱 耐热性 3:强 5:中 7:弱

耐旱性 3:强 5:中 7:弱 耐涝性 3:强 5:中 7:弱

耐盐性 3:强 5:中 7:弱

6 抗病虫性

病毒病
1:高抗 3:抗病 5:中抗 7:感病 9:高
感

灰霉病抗性 1:高抗 3:抗病 5:中抗 7:感病 9:高感

细菌性病害抗性
1:高抗 3:抗病 5:中抗 7:感病 9:高
感

鳞茎青霉腐烂 1:高抗 3:抗病 5:中抗 7:感病 9:高感

抗蚜
1:高抗 3:抗病 5:中抗 7:感病 9:高
感

抗鳞翅目幼虫
1:高抗 3:抗病 5:中抗 7:感病 9:

高感

抗迟眼蕈蚊
1:高抗 3:抗病 5:中抗 7:感病 9:高
感

抗蛴螬
1:高抗 3:抗病 5:中抗 7:感病 9:

高感

7 品质特性

鳞茎干物质含量 % 鳞茎淀粉含量 %

鳞茎维生素 C含量 10-2mg/g 鳞茎粗蛋白含量 %

鳞茎可溶性糖含量 % 食用鳞茎耐贮藏性 3:强 5:中 7:弱

观赏种球耐贮藏性 3:强 5:中 7:弱

8 其他特征特性

用途 1:鲜食 2:加工 3:观赏 4:药用 核型

指纹图谱与分子标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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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种质资源田间管理记录表

统一编号 种质中文名

种质学名/外文名

种质类型 1:野生资源 2:地方品种 3:选育品种 4:品系 5:遗传材料 6:其他

田间保存条件 1:露地 2:温室 3:冷棚 4:连栋温室 设施编号

定植日期 定植规格及数量

种球收获日期 收获后保存方式

附表 4

种质资源信息变更表

统一编号 种质中文名

种质学名/外文名

种质类型 1:野生资源 2:地方品种 3:选育品种 4:品系 5:遗传材料 6:其他

原保存方式 1:圃地 2:组培 3:鳞片包埋 4:冷库储存

原保存器官 1:鳞茎 2:整株 3:种子 原设施编号

现保存方式 1:圃地 2:组培 3:鳞片包埋 4:冷库储存

现保存器官 1:鳞茎 2:整株 3:种子 现设施编号

定植日期 定植规格及数量

附表 5

种质资源圃地日常管理记录表

日期 操作管理内容 操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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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百合种质资源圃组培小鳞茎培养记录表

统一编号 外植体类型 接种日期 诱导培养基 继代日期 继代培养基 生根日期 生根培养基 出库炼苗日期 移栽日期 移栽后标牌信息 记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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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种质资源引进申请表

预引进资源名称

引进单位名称

引进目的用途

预引进材料种类、

规格、数量

本单位承诺从贵单位引进的资源仅用于科研实验，未经允许不得做其他用途使用。

引进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资源保存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经手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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